
 
DMR A2010-000042 TR 230210 TP 250210 DP 250210 DI 260210      SRO_IGM_1_6C 

联 合 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GENERAL 
 
E/ESCAP/SRO/IGM/1/6 
17 February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北亚和 
  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 
  办事处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 
 

2010 年 3 月 2 - 4 日 

曼  谷 
 
 

各次区域办事处可在满足以下诸相关次区域 
的需要方面发挥的作用：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 

（临时议程项目 4(c)） 

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在设法满足 
本次区域的优先需求中的作用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中讨论了亚太经社会设于新德里的、负责满足南亚和西南亚次

区域的优先重点需要的次区域办事处的作用。文件讨论了亚太经社会开展

的相关工作的一些领域，以便确定该次区域办事处在短期和中期内计划开

展的工作的可能方向。用以指导亚太经社会总部、南亚和西南亚区域办事

处、以及其他潜在伙伴实体之间实质关系的总体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

上的：使用一种平衡的做法来协调相关的工作领域。 

会议不妨就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次区域办事处的工作方案向秘书处

提供指导。 

                                                 
∗  本文件之所以未能按时提交，是因为需要由亚太经社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次区域
办事处问题工作组针对这一事项进行详尽的协商，以便为本次会议制订议程并确定其工
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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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亚太经社会次级方案 8 构成部分 4“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发展

活动”的主要作用是：支助交付更有针对性的次区域级别方案，处理各项

相关具体优先重点需求。这一次区域办事处覆盖的国家包括：阿富汗、孟

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和土耳其。 

一、亚太经社会的相关工作领域 

2. 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具体地说，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南亚和西南

亚次区域落后于其他次区域。该次区域的贸易商，尤其是中小企业，因贸

易成本高和拖延时间长而蒙受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各种行政障碍、

贸易程序、手续繁琐以及物流服务不足。这些延迟对内陆国构成了严重的

影响，因为其贸易取决于与邻近过境国的合作。因此，实施贸易便利化措

施，消除这些行政障碍，使这些国家能够收获贸易效益，是至关重要的。 

3. 亚太经社会贸易与投资司可与该次区域办事处开展协作，为南亚

和西南亚次区域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a) 协助开展有关贸易政策、贸易便利化和中小企业发展领域

的次区域举措； 

(b) 协助相关成员国有效参与磋商和执行相关多边和区域贸

易协定，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协定； 

(c) 协助相关成员国采取由需求推动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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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其国家贸易环境，包括简化和统一贸易程序和单证，为此使用国际标

准和设立国家贸易便利化协调机构； 

(d) 就应对贸易便利化的突出问题开展分析工作； 

(e) 与其他亚洲及太平洋次区域交流信息和经验。 

4. 亚太经社会的年度出版物，包括由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司牵头编

写的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报告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包

含了关于这一次区域的视角。将与这一次区域和其他次区域办事处密切合

作，组织相关政策对话和专家小组讨论会，包括关于《概览》调研结果和

建议的次区域讨论会。与该次区域办事处协作处理的其他工作领域可包括：

改善与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机构的网络联系，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其制订和执

行相关政策和方案的能力。这种协作可有助于促进以下评估努力：即评估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长期后果、危机管理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危机后期

间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危机传导机制的作

用。 

5. 亚太经社会社会发展司援助相关成员国开展调查研究，探讨在各

次区域妇女全面平等参与社会方面持续存在的和新出现的挑战，例如目前

形式的全球化和不断演变的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女性艾滋病毒/艾滋病

患者的增加、老年化的女性化、迁徙、拐卖人口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

以及系统性的体制不平等问题。 

6. 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医疗卫生问题，社会发展司可支持该次

区域办事处开展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工作，尤其是推动社会保障的

政策备选方案、战略和良好做法方面的工作，包括那些重点处理减贫问题

的领域。更具体地说，社会发展司可推动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并向该次

区域办事处提供关于以下领域的数据、分析研究和测试办法： 

(a) 加强促进医疗卫生的制度和医疗卫生金融制度以及制订/
借鉴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 

(b) 为应对新出现的各种相关挑战，并针对特定社会群体(青年

人、老人、妇女等)或针对具体部门/服务，如医疗卫生、就业和教育，制

订社会保障政策、战略和干预措施。 

7. 改善灾害管理和减少社会经济风险的多重灾害防范和预警体系

是亚太经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纳入性别视角。亚太经社会信息

和通信技术及减少灾害风险司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包括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

活动、以及编写技术资料。这些活动可包含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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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次区域办事处可能的工作领域 

8. 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的短期工作方案围绕着建立伙伴关

系展开，以便支持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减贫和将性别问题纳入

主流领域的目标，以及支持知识共享，为此传播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

技术资料以及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良好做法[见 A/64/6（第 18 节），第

18.99 和 18.101 段]。此外，2009 年 10 月 21 和 22 日在曼谷举行的“确定

亚太经社会新设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优先工作领域专家组会议”确

定的优先重点领域包括：支持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包括两性平等)、贸

易便利化、基础设施开发和互联互接、粮食安全、能源、水管理、环境问

题、气候变化适应和区域一体化，这些工作将通过与现有的次区域机构和

其他次区域开展合作来落实。 

9. 该次区域办事处将通过短期到中期并可能长期提供关于实现各

项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的次区域

视角，对亚太经社会总部的工作进行补充。 

三、与其他各相关实体的关系 

10. 为了高效利用资源，该次区域办事处将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和次区

域伙伴组织和机构建立工作关系，同时在亚太经社会总部为加强与相关区

域组织、机构和机制的联系而开展的相关工作中发挥辅助作用。 

11. 在开展协作努力时将采取一种协调统一的做法来维持平衡，以便

有效地管理该次区域办事处和亚太经社会总部之间的工作负荷。将酌情采

取同样的做法来管理亚太经社会各次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协作。 

12. 该次区域办事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相关伙伴组织之间的关

系，以及与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等相关区域机构的关系(如适用)将
是互补的，并避免工作重叠。也可与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倡议和

其他相关举措开展其他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便促进次区域合作。 

四、供审议的结论和备选方案 

13.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计划通过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向各相

关成员国提供更有效的服务。为了保持一种互补和平衡的做法，该次区域

办事处初步的重点领域将包括建立伙伴关系以支持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

标，尤其是减贫领域的目标。该办事处也将协助确保在制订和执行国家级

别的发展政策和方案时能够考虑到性别层面的问题。 

14. 会议不妨建议该次区域办事处发挥支持性作用，帮助实现各项千

年发展目标，包括在减贫和性别平等的跨部门领域实现相关目标，并建议

该办事处也应为此建立中期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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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议不妨建议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努力和

技术资料中明确列出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视角。 

16. 会议不妨建议：通过传播包括减贫领域在内的相关领域的社会经

济政策和良好做法在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共享知识的做法也应纳入环境的

视角，并通过借鉴其他次区域的成功经验实现这一目的。 

17. 会议不妨建议：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或)获取更多的资源，

拓展该次区域办事处的活动，以便纳入上述专家组会议确定的一些中期至

长期的工作领域。 

.  .  .  .  . 
 


